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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会昌岽背玄武岩地球化学和5+;.<同位素

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

励音骐$，厉子龙$""，毛建仁!，骆学全!，徐贻赣=，汪惠惠$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浙江 杭州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 南京 !$""$9；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地质大队，江西 鹰潭 ==8""$）

摘 要 江西会昌岽背地区晚中生代玄武岩的5>%! 含量为?#@"9A!8"@$?A，B!%含量为$@!9A!
$@9=A。其微量元素显示出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高场强元素亏损，尤以明显的.)、6C亏损为特征；0//总量为

（$=8@8!$?9@7）D$"E9，（2C／F)）.#$"，表现出20//富集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且无明显的/G异常；5+;.<同位素

具有高（7:5+／795+）!（"@:"9:7!"@:"9#8）和低!.<（"）（E!@?9!E!@$7）的特征。据以上特征并结合区域地质背景，

反映出岽背玄武岩的源区可能为/,"型富集型大陆岩石圈地幔，其形成的构造环境为活动大陆边缘。较低的.)／

H比值（:!7）暗示该玄武质岩浆在形成过程中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大陆地壳混染或与俯冲过程有关的物质的加入。

岽背玄武岩具有陆缘弧型地球化学特征，指示会昌地区在晚白垩世晚期（约78,C）处于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

该玄武岩的形成可能与燕山晚期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的俯冲消减作用关系密切。底侵作用可能为会昌地区燕

山晚期成矿岩浆的生成提供了流体和热，有利于铜多金属矿的形成。

关键词 地球化学；5+;.<同位素；玄武岩；/,"型地幔源区；活动大陆边缘；会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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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是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其岩石地球

化学及同位素特征与岩浆源区性质、古大地构造环

境和深部地球动力学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5",,&
&+(*N，OPPQ；L’$,(0))"#(&+(*N，OPP@；R’#,(#(&+
(*N，OPPS；T(#&+(*N，OPPS）。根据玄武岩的地球化学

特征可以反推判别玄武岩形成的构造环境（J&(03&，

USAV；张树明等，OPPO；厉子龙等，OPPA）。利用微量

元素和稀土元素比值以及L06</6J%同位素特征可

成功识别出各种地幔端员，有助于反演岩浆作用的

动力学过程（肖龙等，OPPV；W2&+(*N，OPP@；R’#,(#(
&+(*N，OPPS）。

华南地区晚中生代岩浆活动发育，并且是伴生

有众多大型X、L%、F$、L#、>、<%6:(和Y44等矿床

的成矿区（华仁民等，OPPI；Z-"2&+(*N，OPPQ）。国内

外学者对华南晚中生代火成岩的成因进行了长期探

讨，目前，对华南晚中生代岩浆作用的动力学背景有

O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华南晚中生代岩浆

活动是古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作用的结果（李武显

等，OPPU；王德滋等，OPPV；Z-"2&+(*N，OPPQ）；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是陆内变形作用和岩石圈伸展减薄的结

果（张旗等，OPPU；范蔚茗等，OPPV；胡瑞忠等，OPP@）。

毛景文等（OPP[；OPPA）认为，侏罗纪成矿与板块俯冲

有关，而白垩纪成矿则与岩石圈伸展有关。在华南

地区的白垩纪盆地中，常存在同时代的玄武岩（陈卫

锋等，OPPI），对这些玄武岩的研究有助于查明华南

中生代晚期的构造环境，探讨其大地构造意义，特别

是就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对中国东南大陆的影响程

度和范围可以提供某些制约（张伯友等，OPPV；陈卫

锋等，OPPI）。

江西会昌地区地处南岭成矿带东段与武夷山隆

起南段西坡的复合部位。区内铜多金属矿产资源丰

富，已发现有红山铜矿、青龙山铜矿、岩背锡（铜）矿、

锡坑迳锡矿等多个矿田（陈世忠等，USSA；周济元等，

OPPP；许建祥等，OPPU）。铜多金属矿产的成矿时期

主要集中在晚中生代，与燕山晚期的岩浆活动关系

密切，且成矿类型以斑岩型铜矿（H2多金属矿）为主

（徐贻赣等，OPPQ）。斑岩型铜矿是世界上重要的铜

矿工业类型之一，其区域分布特点和规律与地球演

化过程中某些特殊事件密切相关，矿床的形成环境、

岩浆源区及深部构造岩浆活动背景等问题一直是地

质学家关注的热点（毛景文等，OPPI(；OPPI%；芮宗瑶

等，OPPQ；赵文津，OPP@）。因此，深入认识会昌地区

晚中生代的大地构造环境和地球动力学过程，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该地区燕山晚期大规模多金属成矿作

用的成矿构造环境。在会昌的站塘一带，前人对中

生代安山岩和玄武岩的构造背景及源区成分等问题

作过探讨，认为站塘安山岩是富碱玄武质岩石部分

熔融的产物，其形成与晚中生代岩石圈的伸展及玄

武质岩浆的底侵有关（W’"#$&+(*N，OPPV）。而站塘

以南的岽背一带的玄武岩是否与站塘一带的玄武岩

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和源区特征等则至今还未见报

道。另外，前人在岽背玄武岩中发现了银、铜矿（化）

点（周济元等，OPPP）。本文对岽背玄武岩开展了岩

石学、地球化学和L06</同位素特征的研究，并与站

塘一带的玄武岩进行了对比，以探讨其岩浆来源、形

成的构造环境及成岩成矿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U 区域地质概况和野外接触关系

岽背玄武岩产于江西会昌盆地东侧（图U）。会

昌盆地为红色陆相碎屑盆地，其展布受区内<<4向

的石城6寻乌大断裂的控制，其内发育了一套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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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晚白垩世砂岩、泥岩夹火山岩的沉积序列

（赣州群），岽背玄武岩即产于这套含火山岩的沉积

序列之中。岽背玄武岩出露于岽背村附近，长约%
&$，宽’##!(##$不等，呈))*向展布，其走向与

会昌盆地内晚白垩世的沉积岩几乎平行，向北很可

能延伸至站塘一带（图’）。岽背玄武岩岩性单一，呈

灰黑色，致密块状构造，部分露头风化后为褐红色

（图!+）。在站塘一带，除玄武岩之外，更多出露的是

高钠安山岩（,-./012+34，!##(）。尽管站塘安山岩

与玄武岩可能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耦合关系，但前

人研究认为，后者并非前者的母岩（,-./012+34，

!##(）。从野外接触关系看，岽背玄武岩的两侧均见

有晚白垩世茅店组下段的紫红色泥岩、粉砂岩。周

济元等（!###）将岽背玄武岩与其北的站塘安山岩都

归于茅店组下段，认为其喷发很可能与石城5寻乌断

裂有关（周济元等，!###），并运用6578法测得这套

玄武岩的年龄为（9":;<’:!）=+，是燕山晚期火山

活动的产物。

! 岩相学特征

岽背玄武岩由斑晶和基质组成，斑晶与基质的

比例为(>’?，呈斑状结构，基质具间粒5间隐结构。

该玄武岩的斑晶主要为橄榄石、辉石及少量斜

长石。橄榄石斑晶的粒度一般为#:!!’:@$$，含

量大于@A；辉石斑晶主要呈自形短柱状，以单斜辉

石为主（图!B）；斜长石斑晶呈板状，长约#:($$。

该玄武岩的基质成分为微晶辉石和斜长石，以

及少量橄榄石和不透明矿物。基质中的斜长石约占

;@A，呈细长条状，半定向或杂乱排列（图!B），微晶辉

图’ 研究区的区域位置（+）及岽背玄武岩分布图（C）（据,-./012+34，!##(修改）

D-04’ E10-./+33.B+2-./.F2G1H2IJK+81+（+）+/JJ-H28-CI2-./.FL./0C1-C+H+32H（C）（+F218,-./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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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岽背玄武岩的野外及镜下照片

"#岽背玄武岩野外露头照片，部分露头岩石呈褐红色；$#岽背玄武岩中有较多的红褐色伊丁石或伊丁石化的橄榄石斑晶；%#岽背玄武岩的

主要矿物：伊丁石（&’(）（橄榄石的蚀变产物）、单斜辉石（)*+）、斜长石（,-）；’#岽背玄武岩中伊丁石化的橄榄石（.-）和伊丁石（&’(）

/01#! /02-’"(’30%456%5*2*758514"*7659:5(1$20$"6"-86
"#/02-’*7585675;0(1:5(1$20$"6"-86*"48-<;0874=95=65=8%45*；$#>586594=95=60’’0(16082540’’0(16080?2’5-0@0(2*54*7<45$-"6860(:5(1$20

$"6"-86；%#A"B5430(24"-60(:5(1$20$"6"-86：0’’0(16082（&’(），%-0(5*<45+2(2（)*+），*-"105%-"62（,-）；’#&’’0(16080?2’5-0@0(2
（.-）"(’0’’0(16082（&’(）0(:5(1$20$"6"-86

石、磁铁矿及隐晶质充填其中。基质斜长石的最大消

光角C*D!（EFE）GHIJ，K(GLL，属拉长石。部分岩石

具杏仁构造，多被方解石充填，充填物多者约占FEM。

岩石中有较多的红褐色粒状矿物（图!$），经镜下鉴定

为伊丁石或伊丁石化的橄榄石（图!%、!’）。伊丁石可

能是橄榄石在低温及氧化条件下发生蚀变的产物（王

德滋等，FNO!），且可能形成于陆相环境。

H 地球化学特征

!#" 样品和实验方法

基于野外观察和室内细致的岩相学研究，选出

岽背地区!个具有代表性的玄武岩样品进行了全岩

主量元素、微量元素以及P4QC’同位素分析。所分

析的岩石样品采自岽背村路旁溪沟边的基岩，岩石

较为新鲜，受蚀变程度较低。

全岩主量元素分析的实验方法 将样品（粒度

"!EE目）约!1在FEER的烘箱内烘H小时，保存在

干燥器中，O小时后，首先进行样品烧失量的分析。

放瓷坩埚在天平上，归零，准确称取FSH!FSL1样品

于瓷坩埚中，称得样品净重，放入NEER的高温炉中

灼烧TE分钟后取出，稍微冷却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

H!I小时，称样品加坩埚重，倒出样品（保留样品于

干燥器内，备做UV/玻璃片），称空坩埚重。然后，

NNT第!O卷 第L期 励音骐等：江西会昌岽背玄武岩地球化学和P4QC’同位素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制作!"#玻璃饼，称$%&$$$’经($$)烧过的样品

和*%$$$$’+,-.*/0熔剂于塑料瓶中，混匀后加$%*
’12+,.3及$%&245*6助熔剂于!"#专用铂金

坩埚中，倒入混合样品，1-&$)熔融，制成玻璃饼，

备!"#测定。样品的全岩主量元素测试在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与年代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日本理学!荧光光谱仪（",’789:;!1$$<=
型）上完成。

微量元素分析的实验方法 将样品（粒度!-$$
目）放入溶样器（.=78=3）中，加入->?@454/AB
$%&>?@45#，将溶样器置于电热板上，加热1小时

1-$)、1小时-1$)、--小时-1$)，以去除大部分

硅基体。待溶样器冷却至室温后，解开盖子，盖上白

的蒸发专用盖板，用螺丝拧紧后置于电热板上，加热

1小时1-$)、1$小时1-$)缓慢蒸干至湿盐状。再

次加入->?54/A，拧紧溶样器钢套，置于电热板

上，加热1小时1-$)、1小时-1$)、1-小时-1$)，

进行溶样，再蒸干至泥块状。待溶样器冷却至室温

后，第A次加入A>?54/A，方法同前。在经去离子

水清洗、@454/A浸泡一天的CDE（聚酯）瓶中加入

6FG=3F7?;G7FH73H（@454/A）&$>?，放入样品溶液，

加去离子水稀释至-&$>?，摇匀后取少量倒入细小

塑料管中，备6IC<J;测试。样品的微量元素测试

在美国哈佛大学行星与地球科学系IK73?=L5+7F’M
>9,3实验室的!<;=3,=L6IC<J;仪器上完成，定量分

析方法采用内标法，内标元素选;=、N=、6F、.,（详见

厉子龙等，-$$@）。

;3<4H同位素分析的实验方法 用天平称取

$%1@’样品，放至E=O?PF溶样器中，加入1%->?的

1Q154/A及1%->?的5#，密封后置于低温电热板

上，1$$)加热保温1&天。保温后的样品加入*!R
>?R45I?，超声波振荡1小时，置于低温电热板上

1$$)加热1!-天，使盐类溶解，溶液呈清澈透明状

后，加热蒸干。用一次吸管加入1>?R45I?和1>?
*2 5A./A，并 用 超 声 波 震 荡，在 低 温 电 热 板 上

1$$)保温过夜后，加->?J,??,<S去离子水，摇匀，

倒入离心管离心，吸清液进行TN&$<@!离子交换柱

分离;3和"DD。将经TN&$<@!离子交换柱分离所

得之蒸干的"DD样品，以$%@>?$%10*45I?提取，

使用5UD5C柱分离4H。样品的;3<4H同位素组分

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与年

代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J,V3PJ7LL6LPW3PX=型多接

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上完成，详细的仪器参数见韦

刚健等（-$$-）。

!Y" 主量和微量及稀土元素特征

样品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1，同

位素分析结果见表-。

在岽背玄武岩样品的主量元素中，;,/-含量为

*(%$R2!&$%1*2，E,/- 为$%(-2!1%$$2，

T?-/A为1&%-A2!1&%@R2，Z-/B47-/为A%((

2!*%&12，C-/&为$%-&2左右，J’"为*1%R2
!*0%A2。在ET;分类图上，岽背玄武岩的样品一

个落在亚碱性系列区，另一个则落在碱性系列区（图

A）。岽背北边的站塘玄武岩则属于亚碱性系列的岩

石（图A）（站 塘 玄 武 岩 的 数 据 引 自 !,PF’=G7?Y，

-$$A）。因此，结合矿物鉴定及前人资料，将岽背玄

武岩定名为橄榄拉斑玄武岩。岽背玄武岩的Z-/
含量为1%-R2!1%RA2，据亚碱性玄武岩的Z-/<
;,/-含量关系（陈骏等，-$$*），其应属中钾至高钾的

钙碱性系列岩石。

从微量元素J/".标准化的蛛网图（图*）可以

看出，岽背玄武岩富含大离子亲石元素（Z、"X、.7、

EK），贫高场强元素（4X、E7、:3、5O）和E,、[X等元

素，尤其是4X和E7的含量形成显著的低谷（图*）。

这样的微量元素配分型式与华南沿海地区燕山晚期

玄武岩的微量元素配分型式（图*中的阴影区）十分

相似，具大陆边缘玄武岩的微量元素特征（:KP9=G
7?Y，-$$R）。

在稀土元素配分图（图&）上，岽背玄武岩呈右倾

型曲线，其"DD总量为（1A&%&$!1*R%@$）\1$]R，

+"DD／5"DD为@%(0!(%$$，（+7／[X）4"1$，表现

为+"DD相 对 于 5"DD富 集 的 "DD配 分 模 式。

（D9／D9#）4 $̂%($!$%(1，无明显的D9异常，说明

该岩石基本上未发生斜长石的分离结晶作用。将岽

背玄武岩与站塘玄武岩（!,PF’=G7?Y，-$$A）的微量

及稀土元素进行对比，两者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曲

线特征（图*和图&）。

!#! $%&’(同位素特征

在;3<4H同位素组成上，岽背玄武岩的（@0;3／
@R;3）!比值为$%0$R0@!$%0$R(&，!4H（"）为]-%*R
!]-%1@（表-）。岽背玄武岩与站塘玄武岩的;3<
4H同位素比值比较接近（表-），两者都具有负的

!4H（"）值，不过前者的!4H（"）值较后者略微偏低。

$$0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岽背玄武岩及站塘玄武岩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 ’#()*#+,-*#.&&%&/&+-#+#%01&1)23)+4$&5#+,67#+-#+4$#1#%-1

样品编号
岽背玄武岩 站塘玄武岩

!"#$%&%’(% !"#$%&%’(’ )*(% )*(’ )*($ )&(’ )&(*
主量元素／+
,-.’ /01#& *#1%/ *’1’/ *%1’$ *’10’ *’1/$ *’1$’
2-.’ %1## #10’ #100 #10& #10* #10& #10*
34’.$ %*15& %*1’$ %&16’ %&166 %&16& %&1*% %&1/*

（78’.$）2 %’1’% 5100 51#* 51#* 61// 616/ 610$
9:. #1&0 #1%5 #1%/ #1%/ #1%/ #1%/ #1%$
9;. /1$5 /1#6 &15% 61## 61%0 61%* &10*
<=. 51/0 %%1$% 51/% 51’5 51$* 51%’ 51$0
>=’. ’155 ’16$ ’166 ’155 ’155 $1#& $1’’
?’. %1&$ %1’& %1&* %1&# %1** %16# %1&&
@’.* #1’& #1’* #1’5 #1’0 #1’& #1$6 #1$5
A1.1B $1$0 /160 %1/0 ’1$/ %1’% %1$/ %1/$
总和 0015* 00156 001** 001*/ 001&* 001*’ 0015%
9;! /%1*& /61$# &#1## &%1## &$1## &’1## &%1##
?’.C>=’. /1*% $100 /1/’ /1/5 /1/$ /16& /155

微量元素／%#D&

<E %1$$ &16$ %&1’’ %’150 %*1/ %’155 %’165
FG $/155 $/1// /*1## /%1## /’1## //1## /&1##
"= *&/1&$ /0#1$’ *#/1## /0’1## /5%1## *$#1## *0$1##
2H *1*& *1/5 *155 *1*$ *15& &16$ 61#%
I %1%/ %1’& %1$’ %1%6 %1’$ %1’5 %1/
>G 01%5 515# 515# 51$# 01%# 51*# 51&#
2= #1/* #1/$ #1/$ #1/% #1// #1/ #1//
,J &%$10& &%61&’ *0%1## &5$1## &5*1## &&$1## &551##
,K ’/1&0 ’$1%# ’&1## ’*1## ’*1## ’*1## ’*1##
LJ %/*1&# %$61*6 %/61## %/’1## %/&1## %/61## %*’1##
MN $1*5 $1/6 /1$% /1#’ /1%0 /1%* /1/$
O ’$1%5 %0155 ’%1## ’#1## ’%1## ’#1## ’’1##
P %551// %5%1#5 ’#51## %0&1## ’#*1## %0&1## ’#&1##
<J ’0/1/% $%/1*& ’$*1## ’’’1## ’/#1## %601## %561##
<Q $*1&0 ’015* $/1## $$1## $/1## $%1## $$1##
>- %%01’/ %’/1&5 %#01## %#&1## %%#1## 061## %##1##

稀土元素／%#D&

A= $#1$5 ’610& ’51%& ’61’$ ’51$/ ’016* $%1$#
<8 *610$ *$1&# *51$/ **1&0 *61$5 &#1/6 &$1&’
@J 61’0 &16’ &10% &1** &165 61#0 61//
>R ’01*’ ’61#/ ’61&’ ’&165 ’615$ ’01$$ $#1%’
,S *1/$ *1#5 *1&/ *1$0 *1&6 *1*% &1’’
TU %1*5 %1/0 %1*# %1/& %1/& %1/5 %1*#
VR *1’& /15* /1&* /16/ /15’ /1&0 /10/
2G #16# #1&/ #16’ #1&/ #1&6 #16% #165
!W $16/ $1// $10% $1& $1&/ $155 $15/
MQ #16’ #1&0 #16$ #16/ #16/ #1&0 #15’
TJ %100 %10# ’1#5 ’1#’ ’1%% ’1%5 ’1%*
OG %10& %15% %10/ %10’ %10* %10# ’1##
AU #1$# #1’5 #1’6 #1’6 #1’& #1’0 #1’5
!FTT %/&15# %$*1*# %/’1/6 %$61#$ %/%1&* %/6106 %**1#%

（TU／TU"）> #10# #10% #10# #155 #15* #150 #15$
（A=／OG）> %#1#$ %#1#% %/1## %/1## %*1## %&1## %&1##

注：站塘玄武岩的资料引自X-Q:;8Y=41，’##$；9;!Z%##"（9;.／/#1$%）／（9;.／/#1$%C78.／6%15*）；（78’.$）2为全铁；>为球粒陨石标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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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岽背及站塘玄武岩的"#$%&同位素分析结果

’()*+! "#$%&,-./.0,1(2(*3-+-.45.26)+,
(2&78(2/(26)(-(*/-

岽背玄武岩 站塘玄武岩

!"#$%&%’(% !"#$%&%’(’ )*(% )&(’

+,／%#-& $./00 $./.. .&/&# .’/*&
12／%#-& &%$/3& &%4/&’ &0%/0 &3*/%
04+,／0&12 #/%&#. #/%*4. #/%34$ #/%4&0
0412／0&12 #/4#&34& #/4#4%$3 #/4#4%###/4#&303
（5’!） #/####%& #/####%. #/####’##/####’#

（0412／0&12）! #/4#&40$ #/4#&3.0 #/4#&0&’#/4#&44*
16／%#-& */.$ */#0 */.’ */&0
78／%#-& ’3/*’ ’4/#. ’4/#. ’3/%&

%.416／%..78 #/%%&# #/%%0* #/%%4’ #/%%40
%.$78／%..78 #/*%’.&4 #/*%’.0$ #/*%’*&&#/*%’*4%

（5’!） #/#####4 #/#####4 #/#####3#/####%%
（%.$78／%..78）9 #/*%’.#’ #/*%’.%4 #/*%’*#%#/*%’*#*
!78（"） -’/.& -’/%0 -#/*. -#/.*

注：站塘玄武岩的资料引自:9;<=>?@A/，’##$；使用"B0*C@作为

玄武岩形成年龄来计算12、78同位素的初始比值以及!78（"）值。

图$ 岽背玄武岩的DE1分类图（站塘玄武岩数据引自

:9;<=>?@A/，’##$）

F9=/$ DE189@=2@6G;2!;<=,>9,@H@A?H（8@?@;GIJ@<?@<=
,@H@A?HG2;6:9;<=>?@A/，’##$）

. 讨 论

9/: 岩浆来源及构造环境

岽背和站塘相距仅*K6，两处的玄武岩均产于

会昌盆地晚白垩世的含火山岩沉积序列中（周济元

等，’###；:9;<=>?@A/，’##$），其微量元素、稀土元素

以及12(78同位素特征十分接近，是相同构造事件

的产物。

图. 岽背玄武岩的微量元素蛛网图

洋中脊玄武岩的数据引自L>@2M>，%30’；阴影区为华南沿海地区燕

山晚期玄武岩的微量元素配分型式（据IJ;N>?@A/，’##&）

F9=/. L2969?9O>6@<?A>(<;26@A9P>8HQ98>289@=2@6G;2
!;<=,>9,@H@A?H

7;26@A9P@?9;<O@AN>H;GCR+"G2;6L>@2M>，%30’；1J@8>@2>@2>Q2>S

H><?9<=8@?@G2;6?J>T@?>U@<HJ@<9@<,@H@A?H9<?J>M;@H?@A@2>@H;G

1VWJ9<@（@G?>2IJ;N>?@A/，’##&）

图* 岽背玄武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WX球粒陨石

数据引自CM!;<;N=J>?@A/，%303）

F9=/* WXMJ;<829?>(<;26@A9P>8+VVQ@??>2<G;2!;<=,>9
,@H@A?H（<;26@A9P@?9;<O@AN>H;GWXMJ;<829?>@2>G2;6

CM!;<;N=J>?@A/，%303）

12(78同位素体系是判断玄武岩物质来源以及

研究其成因的最有效的示踪剂（郑永飞，%333）。源

自软流圈地幔的岩浆以高!78（"）值（约为Y0）、低

（0412／0&12）!值（约为#/4#$）为特征，而源自岩石圈

地幔的岩浆则以低!78（"）值（约为-35’）、高（0412／
0&12）! 值（#Z4#4$"#Z4#34）为 特 征（陈 卫 锋 等，

’##*）。岽背和站塘玄武岩的!78（"）值为-’Z.&"

’#4 矿 床 地 质 ’##3年

 
 

 

 
 

 
 

 



图! 岽背和站塘玄武岩的（"#$%／"!$%）!&!’(（"）图解

（底图引自范蔚茗等，)**+）

,-./!（"#$%／"!$%）!&!’(（"）(-0.%0123%435.67-05(

8905:05.60;0<:;（02:7%,057:0</，)**+）

=*>?@，（"#$%／"!$%）! 值为*>#*!#"!*>#*!A@，这种

低!’(（"）和高$%!反映其源区为岩石圈地幔并有部

分陆壳物质的混染。在（"#$%／"!$%）!&!’(（"）图解中，

岽背和站塘的玄武岩都落在具BC"型属性的$3D-E
7:FG;<05(;玄武岩区内及其附近（图!），暗示两者可

能均源自BC"型富集地幔源区。

在微量元素蛛网图（图?）中，岽背玄武岩显示出

明显的’6、H0亏损，而且，在鉴别火山弧型玄武岩

的I2／+&H9&H0图解（图#）上，岽背和站塘玄武岩全

部落在接近活动性元素端员的钙碱性玄武岩区域

内，指示该地区的玄武岩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的环

境。

在#（"#$%）／#（"!$%）&#（J?+’(）／#（J??’(）图解

中，岽背和站塘玄武岩落在了大陆边缘火山弧岩浆

与大陆地壳重叠的区域内（图"），暗示玄武质岩浆在

上升的过程中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大陆地壳的混染。

大陆 地 壳 相 对 于 地 幔 富 K 而 亏 损 ’6（陈 骏 等，

)**?），CLMN和LGN的’6／K比值为?#OJ*，而大

陆地壳的该比值则在J)左右（I3210557:0</，JA"!；

P33(970(7:0</，JA"A；H0F<3%7:0</，JAA@）。岽背玄

武岩的’6／K比值较低，仅为#!"，也暗示其源区含

陆壳物质较多，指示存在大陆壳物质的混染。

!/" 会昌中生代地球动力学过程及与成矿关系探

讨

岽背玄武岩具有陆缘弧型岩石的元素地球化学

及$%&’(同位素特征，指示出会昌地区在晚白垩世

图# 岽背和站塘玄武岩的I2／+&H9&H0图解（据P33(，JA"*）

,-./# I2／+&H9&H0(-0.%0123%435.67-05(8905:05.60;0<:;
（02:7%P33(，JA"*）

图" 岽背和站塘玄武岩的#（"#$%）／#（"!$%）&#（J?+’(）

／#（J??’(）图解（底图引自陈骏等，)**?）

,-./" #（"#$%）／#（"!$%）&#（J?+’(）／#（J??’(）(-0.%01
23%435.67-05(8905:05.60;0<:;（02:7%Q9757:0</，)**?）

晚期（约"@C0）处于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且

玄武岩的形成可能与燕山晚期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

大陆的俯冲消减作用关系密切（893R7:0</，)**!）。

华南地区在J"*!"*C0期间持续受到了来自古太

平洋板块的俯冲消减作用，由于俯冲是低角度的连

续过程（李武显等，)**J），因此，形成了异常宽的火

山弧，致使会昌地区与华南沿海地区一样，也受到了

+*#第)"卷 第@期 励音骐等：江西会昌岽背玄武岩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古太平洋板块俯冲消减作用的影响。岽背玄武岩的

形成很可能是向西消减的古太平洋板块脱水使得上

覆地幔楔湿熔融，从而产生底侵玄武岩浆的结果。

岽背玄武岩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和高场强元素亏损

的微量元素分布特征可能跟变质脱水流体与古太平

洋板片上覆地幔的交代作用有关，因为，大洋板片俯

冲脱水所释放的流体一般富含大离子亲石元素而亏

损高场强元素（陈骏等，!""#）。由于海水的$%含量

较高，但十分贫&’，因此，当古太平洋板片释放出的

海水进入到俯冲带的地幔岩浆源后，显著提高了岩

浆的!（()$%）／!（(*$%）值，而!（+#,&’）／!（+##&’）值

却受 影 响 不 大，从 而 造 成 岽 背 玄 武 岩 具 有 高

!（()$%）／!（(*$%）和低!（+#,&’）／!（+##&’）的同位素

特征。此外，元素和同位素特征显示出，岽背玄武岩

可能在岩浆上升过程中遭受过地壳物质的混染，或

者，很可能与俯冲消减作用将更多的陆壳物质带入

岩石圈地幔有关。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深部岩浆底

侵上涌，不仅提供了热源，亦可引起地壳重熔或同

熔，导致一系列与盆地火山岩有关的-./0./01、0./
01和23多金属矿床的广泛发育。

4 结 论

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表明，产于晚白垩世的

岽背玄武岩为橄榄拉斑玄武岩，属中钾至高钾的钙

碱性系列岩石。岽背玄武岩具有陆缘弧型岩石地球

化学特征，可能来自56!型富集地幔源区，且其源

区可能有与俯冲有关的陆壳物质的参与，暗示江西

会昌地区在燕山晚期处于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

境，与古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消减作用密切相关。会

昌地区斑岩型铜矿床的形成可能与岽背玄武岩的底

侵作用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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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黔高级工程师、孙彦敏高级工程师和刘颖高级工

程师，以及哈佛大学-789:1;.<%教授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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